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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夕会

摄 影

面包出锅的那一刻，我立马
拍了照片发给友人。都说“军功
章里有你的一半”，从我有了自制
面包的念头起，朋友就隔着屏幕
从买什么样的面包机、什么样的
面粉开始一一指点，就差手把手
地帮着操作了。此刻，面包香气
四溢，有款有型，学生初试成功，
当然指望得到老师的好评。
果然，微信传来了他的夸奖，

我还没得意几分钟，他紧接着又
给我罗列了不足：因为没有掌握
好室温和水温，面包的蓬松感不
够……我有点不服，不是你说的
要让面包有蜂巢状的重点在于需
二次和面并让面团静置半小时
吗？我照办了呀，虽然筋度还不
够完美，但也不差。如果硬要总
结差池，那就是加入面粉的净水
忘记加温了，还有就是离做面包
的最佳室温24℃差了那么几摄氏
度。我于是嗔笑道：有那么讲究
吗？24℃的室温可遇不可求，难
不成温度不达标就做不好面包？

友人回怼：达
到标准室温不难，
空调可以助力。你
要知道，现在教你
制作面包的是一个
已经通读了二十几本专著、用坏
了六台面包机的人。书本里不会
有室温24℃，不会有二次和面，不
会有不同的季节放多少克发酵粉
才适合的提示，这是我在实践和
琢磨中才获得的经验。如果我只
是满足于做成一只面包，哪会有
这些心得让你们这样的
“小白”少走或不走弯路？

我明白了，对于制作
面包这件事，友人追求的
是极致，他的观点是要么
不做，要做就要做得最好。匆忙
就是敷衍！
追求极致是辛苦的，这也是

一般人对事物知其然而不知其所
以然的原因。记得当年父亲教我
诵读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背
到那句“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

会意，便欣然忘
食”时，他便批
评我读书只求
领会，不刻意在
字 句 上 下 功

夫。到了如今我这把年纪，好像
这个短板依然如此，惭愧。也有
那些在公园里下棋玩儿的，从18

岁下到81岁，棋艺丝毫不见长
进，被称作“下豆腐棋”，也是“不
求甚解”队伍中的一员。
然而，追求极致的人的确会
让人高看一眼，因为“追
求”二字实质是需要付出
的。今夏40℃的高温中，
有一条比之更热的新闻进
入了上海人的视野：一名

在杨浦区福利院工作的90后四
川小伙子，因为在护理员的岗位
上做得出色，成为了首位落户上
海的引进人才。获得上海户口是
他用服务的极致换来的结果，但
过程一定充满着辛劳和坚持。我
觉得这件事特别有意义，小伙子

用行动诠释着“朝阳”托起“夕阳”
的重要性，也给像他一样的外来
务工者带来了憧憬。
或许入户上海只是极致的个

例，但在我们身边这样的例子同
样不少。前不久采访了一位巡逻
民警，他对我说：总结自己17年
的巡逻工作那就是“眼里要有活，
做事要用心”，这样才不至于漏掉
任何蛛丝马迹，所以，每一次接警
后他除了在警用手机应用系统留
下记录，回来后还要书面记录记
下每一起的警情处理。日积月
累，“110出警单”一本又一本，它
们是助力他反思和总结的帮手，
经验就是在这点点滴滴之中积累
起来的……对呀，一双火眼金睛，
一颗责任心不就是对待工作的极
致？
制作面包的初衷只是为了肚

子里少进些添加剂，没想到却和
友人进行了一场有关极致的对
话。这是做面包之外的“添加
剂”，值得咀嚼且回味。

章慧敏

追求极致
漫步校园，我的目光被池塘边的那棵树吸引着，只

见它枝条低垂，柔柯横斜。明明已经到了秋天的尾巴，
可这枝头的嫩叶却绽放如新，和着池塘的风，轻轻摇曳
在枝头，如此明媚，不是春光，胜似春光。忍不住回头，
可又没有停下惯性的脚步，身形依然向
着脚下的台阶走去。
这时候，从后面快速飞奔而来的是

两位高高的男孩，当他们正要与我擦肩
而过的时候，忽然就放慢了脚步，其中一
位还止住了步伐，头转向我时，我见他轻
轻地动了动嘴唇，然后我的耳畔便传来
这样的一句话：“老师，您慢点走。”声音
很轻，可我却听得清清楚楚。我还没来
得及反应，那道身影，便飞奔而去，留下
风一样的弧度。
“老师，您慢点走。”多好的一句话

啊，朴素得没有任何雕饰的成分，可让人
听着却能感受到分外的温暖和感动。我
想，或许是我正好在往下走的台阶上，男
孩在后面看到了我东张西望的模样，于
是好心提醒我，老师，您慢点走，注意脚
下的台阶。这一切是在擦肩而过的时候完成，男孩子

的提醒是那么自然，完全就是一个人的
本能反应。正因为是本能，才让我看见
他发自内心的美好。卢梭曾这样说过，
怀着善意的人，是不难于表达他对人的
礼貌的。他这貌似随性而至的一句话，

就像一道温暖的光，在我的心里开出了花。我的嘴角荡
漾起弯弯的月亮，整个中午时刻，我都被美好笼罩着。
生活中，普通人不经意间的善意之举，往往会成为

照亮他人的一束光。
人潮涌动的街头，行动不便的阿姨推着助行椅子

在人行道上不知所措。汽车安静地礼让，等待着她蹒
跚的身影，可是行动异常艰难的她，每一步都走得很费
力。这时候，抱抱侠出现了，只见他一手拿起助行的椅
子，一手抱起了那个大妈，然后轻轻松松地过了人行
道。伸出右手，一个环抱，这个动作真的是很帅很潇
洒，“抱抱侠”由此得名。
这样的善意是可以在人与人之间慢慢传播开来

的。想起那天晚自习，当我经过12班教室时，那个圆
脸的短发女孩，忽然转过身，伸出双手，在自己的头顶
摆出了一个大大的爱心模样。透过大大的玻璃窗，她
那侧弯的身姿，显得特别娇媚可爱；她那甜甜的笑容，
更是极具感染力，此番情景，顿时让我的嘴角上扬，笑
成了弯月亮的模样。当我走进11班教室的时候，那样
的微笑还在，于是，像是传递美好的使者，11班的孩子
们也跟着我乐了起来。
快乐是可以分享的，微笑更是。不信，你对着面前

的她，甜甜地笑一个，看看她的嘴角，会不会扬起弯弯
的月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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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其实天已很暗了，
空旷的肯尼亚安波塞利草原
大地万籁俱寂，来肯尼亚拍
摄的第一天要结束了，我们
也准备打道回府。突然，从丛
林深处传来阵阵声响，沉重而杂乱。仔细一看，有
几十头大象组成的象群出现了。它们迈着迟缓
的步伐旁若无人地走过来，像是在散步，又像在
觅食。这是我初次到非洲草原，又是拍摄的第
一天，整个感觉还有那么一点懵里懵懂，不知
怎的就产生了一种神奇的幻觉：身边的一切
似乎都不存在了，天地之间，只有我与这群大
象共存，我像穿过无数的时空隧道，来到了一

个似熟非熟的童话世界。
我的心仿佛在与它们

对话，感觉
到它们还
都能听懂：我让它们靠近点，它
们就缓缓走了过来；我让它们别
急着走，它们就在我面前或觅食

或嬉戏，有大象、小象，如果仔细辨认一下，还应
该有老象。我在想：这形影不离，和谐相处的象
群该不会就是一大家子吧？因此，在为这张照
片拟定题目时，我毫不犹豫地定为《一家老小》。
我也算是个比较冷静的人，一般的拍摄

我很少会达到完全的陶醉，这次在这十来分
钟的时间里，在这宽阔而自然的非洲草原，在
这一群和谐共生的大象面前，我进入了臆想
中的童话世界，在似真似幻之中感悟自然、感
受生命的互动。

马亚平

感受生命的互动

秋冬是咳
嗽较高发的季
节，如果咳嗽
时受到冷风刺
激，更是反反
复复。很多人会吃消炎药
或清热解毒的中成药，其
实，只有在咳嗽症状严重，
且黄痰多这种炎症表现明
显时才需要吃些药。咳嗽
初起时，很多人的症状并不
严重，或者说没有严重到需
要吃药的程度，一些食物或
偏方可能就能帮你摆脱一
次长期咳嗽的折磨。有些
偏方在你咳嗽迁延不愈时，
也有非常好的效果，甚至并
不在药物效果之下。很多
人可能觉得吃偏方
并没有用，比如川
贝蒸梨，这个偏方
很著名，但有人吃
了之后，症状反而
严重了，这并非川贝蒸梨这
个方子不好，而是你可能吃
反了，今天，我们具体讲讲
三个常用的治咳嗽的偏方。
川贝蒸梨。大家都很

熟悉川贝蒸梨，但很少有人
知道，痰色稀白的咳嗽不适
合吃川贝。川贝味甘苦，微
寒，入肺经，它更能治疗的
是肺热咳嗽，和梨一起蒸，
最适用于肺热引起的燥咳，
或咳嗽日久伤阴的干咳无
痰，如果咳嗽时舌头偏红偏
干，那吃川贝蒸梨效果就很
好。但如果你是肺寒或是
受了风寒导致的咳嗽，痰
是稀白且量多的，特别是
常年咳嗽的老年人，再吃
川贝蒸梨可能就没效。
川贝蒸梨的做法很简

单，用雪梨或鸭梨一个、川
贝3-5克，把梨从顶部切
开，挖掉梨核，把洗干净的
川贝，最好川贝能研磨一

下，研成粉或粗一点的粒，
放到梨的内部，然后加上
冰糖，再把刚刚切下的那
个梨的顶部盖回去，最后
将这个塞了川贝的梨放在
大碗里，再把这个碗放在
锅中隔水炖煮一个小时，
要把梨和川贝一起吃掉。
第二个止咳偏方是烤

橘子。烤橘子的功效和川
贝蒸梨正好相反。烤橘子
适合受寒导致的咳嗽。如
果你嗓子不疼，且咳出的

痰是清稀的，那么
吃烤橘子就很合
适。因为橘子是温
性的，烤过的橘子
性更温，能驱散寒

气化寒湿。所以如果你是
燥咳或热咳，那种干咳无
痰的，那吃了烤橘子后，可
能咳嗽就会加重了。烤橘
子做法很简单，把橘子用
微火烤到有香味泛出就可
以了。吃烤橘子时，还可用
烤过的橘子皮泡杯茶，如
果正值感冒初期，浑身怕
冷，可加几片生姜，姜橘茶
的去寒止咳效果就更好。
第三个是我经常推荐

的，它是纯食物的“冰糖柠
檬膏”。冰糖柠檬膏特别适
合时下秋冬季节的“燥
咳”。中医认为，随着秋天
寒气渐重、阳气收敛、燥邪
当令，人体的阳气也会随之
渐渐收敛，出现鼻咽喉及皮
肤因燥气入侵而干燥。这
时，就要润燥止咳了。柠檬
和冰糖都入肺经，两者联用
可抚平肺部燥热之气，缓解
燥热咳嗽。此外，柠檬有很

强的杀菌消
炎作用，实验
显示，酸度极
强的柠檬汁
在 15分钟内

可把海贝壳内所有细菌杀
死。单晶白冰糖在制作中
添加了二氧化硫漂白，而
黄冰糖最大程度保留了
蔗糖原有的营养，能缓解
痰多、痰黏、咳嗽等症状。
冰糖柠檬膏的做法很

简单，新鲜柠檬1斤左右、黄
冰糖2斤。鲜柠檬洗干净，
切片去核后放入炖盅中，先
铺一层柠檬，上面再铺一层
冰糖，以此类推，一层柠檬
片一层冰糖，盖上炖盅放入
锅中加水后开始炖煮，炖煮
6小时左右，冷却后装瓶即
可。饮用时取适量冰糖柠
檬膏，温水冲开即可。这个
饮品很好喝，对秋冬季燥邪
伤肺引起的咳嗽效果好，能
增强呼吸道抵抗力，润肺利
咽、止咳化痰，对口腔溃疡
也有奇效，还能提高自身免
疫力，但胃酸过多、胃溃疡、
糖尿病患者不建议喝。（作
者为长宁区天山中医医院
治未病科主任中医师）

倪欢欢

抵御秋冬咳嗽的食疗妙招
如果我说“鱼塘”是奉

贤的一个地名，读者一定
不认可，但至少一百年前，
它确实就是。
读奉贤南桥的乡贤、

辰州知府陈廷庆（号古华）
的文集时，我读到了南面的
柘林古城正西有个
地名叫“鱼塘”。嘉
庆某年的寒食节，
古华先生在杭州，
无法回去祭祖，便
作了五律《寒食吟》
诗，怀念去世的父
亲。其中前四句写
道：“客里逢寒食，
鱼塘忆墓田。望云犹日
日，禁火自年年。”“鱼塘”
二字下面自注：“柘林城西
地名，先君（父亲陈遇清）
茔地所在”，认为“鱼塘”是
地名的观点很坚定。
我曾长期在柘林地区

工作，也拜读过《柘林志》，
自认为是“柘林通”，但从
不知有这个旧地名。况且
凭经验，“鱼塘”岂能成地
名？我询问过区里的文史
专家、老柘林人等，都说没
这个地名。查阅光绪《重
修奉贤县志》，陈遇清墓在

“（云间乡）十二保二十一
图光字圩”，但具体位置在
今哪里，已无人知晓。
一次骑车去邬桥某

村，我沿漂亮的“东方美谷
大道”西行，见竹港大桥与
沙港大桥间，另有一座吴塘

港桥，便在桥上观
看吴塘港，比竹港、
沙港略窄，同样波
光粼粼地向南伸向
远方。我忽然灵机
一动，“鱼塘”会不
会是“吴塘”的乡语
谐音？查看相关地
图，我发现吴塘港

果真一直向南，汇入柘林
的市河下横泾。也就是
说，陈父墓地，在下横泾与
吴塘港的交汇处。这个答
案是否正确，再请教文史
专家，他们认为我的考证
过程科学合理。难道古华
先生真以土语谐音将“吴
塘”记录成了“鱼塘”？
我决定实地去看看。

前不久的一天，我利用午休
前往老柘林。沿着新修的
“江海南路”一路骑行，秋高
气爽的蓝天白云、树绿花红
的宽阔大道让我心情好极

了。很快，我来到了下横泾
北岸，往西骑到了老镇所在
的柘林村，沿柘胡公路至
“郊南组”三零二户止，发现
吴塘港已变成一条不起眼
的小河浜。奇怪的是，它不
是直接汇入下横泾的，而是
往东百米后，又往南五十
米，形成两个直角后，才汇
入碧波荡漾的下横泾。为
了求证这条小河就是吴塘
港，我请教已经八十一岁
高龄的夏老伯。夏老伯世
世代代居住在这里，他证
明这条小河就是吴塘，又
说河道往北就宽了。
我问，这个地方最早

的地名叫什么？夏老伯说，
鱼塘。又说：鱼幸（土语：鱼
多），才叫鱼塘，来捉鱼的人
很多。我大为惊讶，忙问，

为什么这里鱼特别多？老
人说，这里河流拐了个大
弯。我也爱好钓鱼，好像听
说过，河流大弯处，鱼儿一
定多的道理。也听说过，河
道忽然变窄，鱼也多。这里
两个条件都满足，所以鱼会
特别多。于是又追问，这儿
以前是不是有墓地？
夏老伯看了看我问，

你怎么知道的？这里原来
确实有陈家的一个墓地，
他又问我是从哪儿来，是
不是姓陈？我向老人介绍
了自己。没想到此行竟有
这样的收获。看来古华先
生当年坚定地肯定“鱼塘”
是地名是事出有因的，是
当地人坚定地认为这儿鱼
特别多才叫“鱼塘”。所以
任何时候，都不要低估了
乡贤们的智商，都不要轻
薄古人。
回去的路上因默默地

思考“吴”“鱼”不分究竟是
官误还是民误，我无意中
沿着一条有近百年历史的
老沪杭公路骑行。看着沿
途都是粗壮无比的老树，
比起崭新漂亮的新公路
来，我还是更喜欢有风韵
的“百年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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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持此石归，袖中有乾
坤。秋天的时候，我行走在
昆仑山中。在桑株河畔，看
着深流的雪水，心头激动。
从滚滚红尘到深流雪水，也就是一念之
间。在河边，我像个寻宝人，找到几块石
头。我将一块黑漆如铁的拳头大小的昆
仑石带回到万里之外的江南，做了一个小
小的托盘，置于书橱中。石立于书中，一
刚一柔，如同将那段岁月裹挟其中，尽得
风流。用手抚石，如抚山中岁月，仿佛听
到了昆仑深处的风声水声。
库尔浪，桑株河谷的一片草场，现已

通公路。那艰难的攀崖穿河瞬间消失。
那一夜，我和老乡讲着山中的点点滴滴。

睡在土炕上，听着此起彼伏
的鼾声，心中阵阵感动。凌
晨，雨从天窗滴到我的脸上，
如同心底涌泉，我视为天

露。同样被视为天露的还有马兰花。在这
片湿地上，遍野马兰花，枝叶深绿，花大，
淡白中夹蓝紫，静静开放，也显露了无限
生机。回程，老乡用坎土曼挖了一丛马
兰。桑株河谷的马兰见证了我在和田、皮
山的难忘岁月。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
客。生命是一种偶然。我从山中归来，所
谓无处不在的人生困境就没了。
碧山人来，清酒深杯。轻身延年，存

乎一心。看着昆仑石，遥想此时马兰花在
昆仑深处绽放，我轻吟一声，满足充盈。

丁祖荣昆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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